
2021年7月15日 星期四
E-mail：shengtaizhoukan@163.com
联系电话：(010)881467956 责编 /王菡娟 校对/宋炜 排版/姚书雅 ·绿色产业生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色资讯
lvsezixun

fengxiangbiao

风向标

“您来东海，福如东海”在连云港市
东海县，这是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有客
人来时，当地人便用这句话来表达自己
最为真诚的祝福，同时也带着几分身为
东海人的自豪。

难怪，有着“世界水晶之都”之称的东
海县，地处国家“一带一路”交汇点核心区
和江苏省“沿海经济带、江淮生态经济区、
淮海经济区”三大战略叠加区，是中国首
批沿海开放县，具有两千多年历史。

自2016年 11月入选第二批“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以来，东海县
积极推动从“景点旅游”模式走向“全域
旅游”模式。

生态资源丰富

正是百合花盛开的时节，走进东海
县的西双湖景区，映入眼帘的是各种颜
色的百合花分布在景区的各个地方，淡
淡的花香、清澈的湖水，仿佛进入了世外
桃源。

这儿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林科院首
席专家杨忠岐惊叹不已，“这儿的百合太
好了，有好几个品种的百合很难见到。”

但这在东海人看来已是再寻常不过了。
“我们可是拥有‘石、泉、湖、井、花

‘五大特色旅游资源的独特之地。”东海
县文广旅局局长孙健表示。

“这里的‘石’即水晶石，其所建的中
国东海水晶城，是全国最大的水晶交易
专业市场；‘泉’即温泉水，素有‘华东第
一温泉’的美誉；‘湖’即西双湖和海陵
湖，西双湖素有‘小西湖’美称，海陵湖是
江苏省最大的人工水库；‘井’即中国科
钻超深井，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科钻超
深井，‘花’即双店万亩鲜切花产业带，为
江苏省最大鲜切花产业基地。”说起东
海，孙健也有说不完的话。

与此同时，东海境内还有大贤庄旧
石器文化遗址、温泉尹湾汉墓群、曲阳汉
代古城遗址和马陵古道等名胜古迹。

全国政协委员陈利顶第一次到东
海，“很漂亮，没想到生态资源这么好。”

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给东海旅游产
业的发展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白天逛逛“小西湖”，欣赏各种各样
的花，晚上泡泡温泉，顺便再买点水晶，
东海人的生活可谓是神仙般的日子。

打造全域旅游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资源禀赋极佳
的东海希望能与更多的人一起来“分享”。

“我们要从‘景点旅游’走向‘全域旅
游’，让游客来了就不想走。”孙健说。

据介绍，近年来东海始终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优先”，围绕“世界水晶之都、
生态宜居福地”的目标定位，按照“景城
一体、生态福地、全域旅游”的发展思路，
以更前瞻的眼光和更高端的标准，全力
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和“国际
化城市”建设，奋力推动生态旅游实现

“大开发、大建设、大突破”，全力发展生
态旅游“美丽经济”。

也正是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不
少企业前来投资落户。

“这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无
论是生态环境，还是投资环境，都是一个
非常好的选择。”几年前，中舶生态旅游
集团董事长孟祥岗踏进这片土地后，就
决定扎根在此，投资兴建昌梨湖生态旅
游综合体项目。

据介绍，昌梨水库位于双店镇境内，
拥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禀赋。昌梨湖生态
旅游综合体项目依托昌梨湖及其周边农
业资源，以生态旅游、生态农业观光等为
建设重点，规划建设水利旅游风景区、现
代生态旅游田园综合体区、科普教育基
地和康养文旅区三大板块，致力于打造
成为省内生态旅游示范综合体，全市旅
游新地标和生态旅游示范点。

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昌梨湖
生态旅游项目已初具规模，原来普普通
通的水库已焕然一新，被千亩的花草树
木所包围。

记者去采访的当天，正值昌梨湖生

态旅游消夏节启动，喧闹的锣鼓、极富当地
特色的歌舞，吸引了十里八村的乡亲们。

“这里现在太美了，我们一直生活在昌梨湖
边上，以前没觉得有啥特别，现在多好，家
门口就是大公园。”村民告诉记者。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东海县新增
4A级景区2家、省星级乡村旅游区1家、
工业旅游区2家。全县共拥有国家A级景
区5家、省级旅游度假区1家，江苏省星级
乡村旅游区 9 家，江苏省工业旅游区 2
家。东海特色水晶小镇入选全省重点旅游
项目、上榜中国50个最美特色小镇、“长三
角最佳文旅融合城市”。

这些荣誉与绿色和谐的生态环境，为
东海县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提供了充足的
底气与后劲。2021年1月，东海成功获批
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数据显示，2021年1—6月份，东海累
计接待游客288.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7亿元，其中，6月当月接待游客65.1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5.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0.2%和62.8%。

不断提质增效

在日前召开的“生态治理，绿色发展”
东海全域旅游座谈会上，多位全国政协委
员、专家为东海的旅游发展支招献策。

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黄国柱表
示，“在发展生态旅游的过程中，一定要遵
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保护

的前提下有序开发，算好生态账。同时做
好相应的规划，深挖当地的文化资源，打好

‘文化牌’。”
杨忠岐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良好的

生态环境是一切的基础，尤其是湖水、湿地
一定要保护好。”杨忠岐同时还建议当地可
以大力发展我国特有的兼具生态和经济效
益的树种，比如果实能榨油、木材可制家具
的元宝枫。

来自青海的全国政协委员张周平则讲
述了青海这几年的生态环境的变化。“党的
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
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在张周平看
来，生态文明的提出，使青海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所以在发展的同时还是要注重
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集成和发扬传统文
化，不断打造旅游精品。”

陈利顶则建议，“要摸清生态资源家
底，定位明确，有针对性的打造富有特色的
旅游产品。”

东海县副县长李宝芹表示，“十四五”期
间，东海将加强顶层设计，谋划旅游发展蓝
图；加强业态创新，促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同时加强服务配套完善，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东海县将充分把握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叠加，迎接

‘高铁时代’，牢牢抓住旅游消费新升级等
重大机遇，加快东海县旅游业提质增效。”
李宝芹说。

从“景点旅游”走向“全域旅游”

东海 绘就生态福地新画卷
本报记者 高志民 王菡娟

国家邮政局中国快递大数据平台实
时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7月 4日，2021年
全国快递业务量突破 500 亿件，接近
2018 年全年水平。其中，发往农村地区
的业务量增长迅速，占了三成。

近年来，随着“快递进村”的不断加
速推进，寄递企业因地制宜地通过邮快、
交快、快快合作等模式加速推进快递进
村，农村地区成为业务量增量重要源泉。

目前，我国农村100%的乡镇已建有
邮政局所，100%的建制村实现了直接通
邮，97%的乡镇有了快递网点，建制村快
递服务通达率持续提升，邮政快递业已
成为支撑农业、疏通农村、服务农民的重
要生力军。

在第四届中国（杭州）国际快递业大
会上，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表示，快递
行业要坚决推进“两进一出”工程，因地
制宜推进快递“进村”，加快建设农村寄
递物流体系，持续扩大“进村”覆盖范围，
提升“进村”服务水平。

浙江省桐庐县，作为“中国民营快递
之乡”，率先破题，不仅实现了村村通快
递，快递还成为当地“共同致富”的重要
抓手。

桐庐县钟山乡全乡共有 2000 余人
在外从事快递服务行业，更难能可贵的
是占据快递业大半份额的“三通一达”的
创始人全都来自该乡，是钟山百姓口口
相传的乐事。

“今年四月份，钟山乡被县委、县政
府确定为‘共同富裕示范乡’创建乡镇，

我们一直在调研和探索。”钟山乡党委副
书记、乡长朱晓东表示。

据不完全统计,钟山乡总人口 2.3
万，18—60 周岁劳动力 1.3 万人，10—30
万收入人群占主要比例，有一定比例的
高收入群体，还有一定比例的超高收入
群体，低收入人群约占比 2.5%。社会发
展、收入分配等方面较为优化。同时，钟
山乡根据乡域特点设立“四大功能片
区”—— 快递回归示范区、农旅融合产
业区、石材石雕集聚区、城镇综合服务
区，成立钟山快递人服务中心、开展石材
行业整治、成立了全县首个县级农旅融
合样板区管委会……钟山乡的一系列

“组合拳”，让招商引资氛围更浓、生态环
境更优、绿色发展动力更足、建设共同富
裕基础更实。

在第四届中国（杭州）国际快递业大
会上，“三通一达”四家快递公司代表与
钟山乡签订了 2021 年度蜜梨销售协议
共计10万箱，并捐赠2021年度教育扶持
资金100万元整。

“下一步，我们力争在三个方面实现
突破。一是利用快递人资源，在‘先富带
后富’的机制、模式和效果上实现有效
的突破；二是在农村闲置生产要素盘活
利用上进行探索，在股份经济合作社的
管理运营上实现有效突破；三是针对低
收入困难群体，通过公益性帮扶举措实
现有效转化，在有序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上实现有效的突破。”钟山乡党委书记潘
其君表示。

今年快递业务量已突破500亿件，其中发往农村地区占三成

共同奔富裕 快递来助力
本报记者 王菡娟

本报讯 （记 者 王 硕）
2019 年 7 月 5 日 ， 中 国 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 （第一
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同时，中国
政府承诺在2022年 2月前正
式提交中国黄（渤）海候鸟栖
息地第二期遗产地申报，以保
护该区域其他重要候鸟栖息
地。目前，准备情况如何？

在 7月 12日国家林草局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林
草局自然保护地司副司长严
承高表示，国家林草局与相
关各级地方政府正加紧推进
二期申遗工作，已成立二期
申遗领导小组、组建技术团
队、制定工作方案、组织开
展培训、召开工作推进会。
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我们
有信心按要求提交申遗材
料，兑现国际承诺。”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

(第一期)坐落于江苏省盐城
市，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
迁徙路线上的关键枢纽，也是
全球数以百万迁徙候鸟的停歇
地、换羽地和越冬地。每年约
有300万只候鸟在盐城停歇、
繁殖或越冬，支撑了17种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濒
危物种红色名录物种的生存，
为众多珍稀濒危物种提供了宝
贵的栖息地。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
遗成功，填补了中国滨海湿地
类型遗产空白,提升了社会对
候鸟栖息地的保护意识，对维
护全球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
具有重要意义。

据严承高介绍，二期申遗
涉及天津、河北、辽宁、上
海、山东等省市的10余处候
鸟栖息地，均位于人地关系紧
张的沿海地区，申遗难度高、
挑战大。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二期
“申遗”加紧推进

本报讯（记者 高志民）记者从由中国
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组织的科技成果评价
会上获悉，一年或可节约500余万立方米
天然气的“一种直喷式节能环保燃气灶具”
项目通过专家评审，专家们一致认为该技
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议尽快推广应用。

据介绍，项目对传统的民用燃气灶
具进行了改进，采用直喷式燃烧结构设
计，利用文丘里效应使空气和燃气混合
后直喷燃烧，实现火焰温度均匀，达到节
能环保的目的。

专家表示，项目为锥形空气混合筒设
计，采用密封结构防止燃气泄漏、直喷燃
烧，温度均匀等方面实现了技术创新。该产
品市场前景良好，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

项目研制方国胜公司董事长陈国庆还
算了一笔账，“目前中国使用燃气的有约
7000万个家庭，如果全部采用节能环保灶
具，全国一年可节约天然气525万立方米，
按1户每月正常使用15KG燃气计算，每
年可节省72KG燃气，减少碳排放6000万
吨以上。”陈国庆说。

小灶具 大节能
节能环保燃气炉具社会效益显著

本报讯 （记者 高志民）
记者日前随“奋斗百年路 启
航新征程”走基层看气象主题
采访活动走进吉林了解到，
40年来，通过人工影响天气
工作特别是科技增雨，吉林省
连续40年粮食稳产增收、森
林无重大火灾，云水资源开发
还大大缓解了吉林省水资源短
缺的问题。

据吉林省气象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侯彦斌介绍，
2021 年上半年，在春季森
防，农业春播保墒、保苗和
水库水源地蓄水等关键节点
期，吉林省气象局共组织飞
机增雨作业17架次，飞行52
小时；组织开展地面火箭、
高炮、焰炉、燃气炮等增

雨、防雹作业近百次，发射
火 箭 弹 891 枚 、 炮 弹 3515
发、焰条38根、燃气炮作业
5小时 38分，飞机和地面联
合增雨作业累计增加降水在
5.5亿吨以上，确保农业防雹
保护区无冰雹灾害发生、森
林草原等重点生态保护区无
火灾现象发生。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
程”走基层看气象主题采访活
动由中国气象报社、中国气象
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主办，
本次活动将深入长春、四平、
长白山、延边等地蹲点采访，
生动记录吉林气象部门融入地
方发展战略、保障粮食安全、
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探
索实践。

科技增雨使吉林连续40年
粮食稳产增收

本报讯 （记者 王硕） 7
月9日，国家青少年自然教育
绿色营地重庆市彭水县摩围山
景区蓝天白云映衬着青山绿
水。绿色中国行——走进世界
苗乡·养心彭水暨全国三亿青
少年进森林研学教育活动重庆
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

在平均海拔1500米的摩
围山，青少年代表沿着遮天蔽
日的森林漫步而上，一路上森
林树木、花草的神奇景观深深
吸引了孩子们；下午，青少
年代表泛舟乌江画廊，江水
清澈澄碧，两岸奇峰对峙，
给青少年们上了一堂认识自
然、走近自然、爱护自然的
生动教育课。

除了亲身融入自然，中共
彭水县委书记钱建超、北京林
业大学原校长宋维明、解放军
文工团著名表演艺术家刘劲等
多位专家还结合自己的专业在
绿色中国自然大课堂围绕“自
然教育与生态文明”主题与青
少年分享了自己的认知和森林
故事，引导青少年亲近和了解
自然，关注和保护森林草原等
生态资源。

扎实开展青少年自然教育
工作，是“关注森林活动”的
重要内容。这项由全国政协人
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全国绿化
委员会、原国家林业局等单位

倡导开展的社会公益活动开展
22 年来，已取得丰硕成果。
2020年 6月启动开展的“全
国三亿青少年进森林研学教
育活动”，是全国第四届关注
森林活动组委会的一项创新
工作。

本次活动的举办地——彭
水是一个山水相融、风光绮丽
的灵秀之地，地处渝鄂黔重要
联结点，有“民族、生态、文
化”三大特色。这里是重庆唯
一以苗族为主和全国苗族人口
聚居最多的少数民族自治县，
有苗族、土家族等 34 个民
族；有茂云山、七跃山等生态
屏障和乌江、郁江等生态水
系，森林覆盖率达62.0%，全
县所有河流水质均达到或优于
Ⅱ类。可以说，绿色，是彭水
的四季底色；林业，是彭水的
优势所在。

据了解，党的十八大以
来，彭水认真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县
森林覆盖率从2012年的46%
提高到2020年的62%，大力
发展林下种植、林下养殖和山
地特色高效产业，经果林、高
山油茶、中蜂养殖、苗医苗药
等产业初具规模。特别在森林
旅游方面，不断提档升级，年
接待游客量超过3000万人次，
旅游综合年收入达150亿元。

全国三亿青少年进森林研学教育

活动走进重庆彭水

近年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通过枸杞种植，发展现代新型
农业，给当地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枸杞不仅成为格尔木市农牧经济的支
柱产业之一，而且还使“沙漠变绿洲”。目前，格尔木市已经形成了集中连片的枸杞
经济林，荒漠半荒漠地带已被枸杞经济林披上绿装。

图为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宝库村的农民在枸杞田里劳作。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新型农业助力新型农业助力““沙漠变绿洲沙漠变绿洲””

西双湖一景西双湖一景


